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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袁 青年当有
为遥 2023年以来袁山东

省临沂市以服务凝聚培养青年

人才为切入点袁深入实施沂蒙青
雁乡村好青年赋能行动和青年

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行动渊以下简
称野两项行动冶冤袁积极为青年到
乡村服务搭舞台尧创条件袁助力
乡村好青年挑大梁尧 当主角尧站
野C冶位遥

一大批有志青年心怀梦想

回到乡村尧扎根乡村袁投身乡村
振兴大舞台袁用智慧与汗水在广
袤的田野乡土间奋力书写新时

代青春答卷遥

青年野作先锋冶
带富共富显本领

兰陵县兰陵镇林屯村的健

身广场上，老人们悠闲地散步，

孩童们三五成群追逐嬉戏……

宽阔整洁的道路、绿树掩映的农

家小院，这一切村党支部书记王

国陵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大学生、退役军人、返乡创

业青年、乡村好青年、跨村连任

村支部书记，这些“标签”“身份”

让王国陵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2019年，团兰陵县委通过在
外青年人才节日大走访活动，与

王国陵对接，向其介绍县里的“四

雁工程”“三青项目”人才政策。31
岁的王国陵作出决定，把正在经

营的家族企业交给他人打理，自

己报名参加村干部考选。

有的村民不理解，认为他放

着老板不当，去当村干部，是想

出风头。面对质疑，王国陵坦言：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

大有可为。可镇上一些村子这么

多年发展缓慢，我看着着急，希

望自己能去改变现状。”

跨村担任林屯村党支部书

记后，王国陵一心扑在村子里。

为改善村基础设施，他四处奔波

协调资金，还带头捐出自己半年

工资，筹集资金硬化道路、安装

路灯、修缮排水设施；为了让村

民腰包“鼓起来”，他成立苗木种

植合作社，解决了 120人的就业
问题；还成立水稻种植基地，自

产自销优质大米……

林屯村一天天变美了，村民

的腰包“鼓起来”了，不少外出打

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在沂蒙青雁乡村好青年赋

能行动中，临沂市进一步加强政

治激励，开设乡村好青年入党

“绿色通道”，发展潜力大、能力

突出的优秀好青年党员，优先推

荐担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充

分发挥青年党员、青年干部助推

乡村振兴的引领带动作用。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推荐

2234名好青年入党、1219名好青
年进入村“两委”班子，310 名好
青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大批

像王国陵这样的优秀青年脱颖

而出，成为带动致富共富、助力

强村富民的生力军。

野归雁冶返乡来
逐梦田园促振兴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

平邑县保太镇绿洋农场里游人

如织，一批批城里的客人来这里

开展农业研学活动和亲子露营。

白天，在树丛灌木中寻找土鸡

蛋，采摘桑叶制作味道独特的桑

叶茶；晚上，听林间微风习习，夏

虫唧唧，伴着星光入眠，让人倍

感舒适。

“我来自农村，

希望用自身行动为

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农场负责人、95
后省级乡村好青年

任洪敏说。

2018 年，大学
毕业的任洪敏放弃

了去上海工作的机

会，返回家乡创业。

通过参加“青创课

堂”培训，在青年创

业导师帮助指导下，

依托当地丰富的金

银花资源，她建起了

茶场，还利用自家农

场开展休闲产业和研学游，成为

当地有名的“归雁”人才。

河东区青年刘畅与任洪敏

有着相似的经历。看到家乡丰富

的青年人才政策，刘畅放弃了央

企工作，回乡创业，带领当地农

产品加工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在全市建起大蒜、

辣根等优质原料生产基地 10余
个，引领当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农业，4600余户农民由此实
现了订单式农业生产，人均纯收

入每年每亩增加 500-1000元。
在任洪敏、刘畅等青年人才

事迹的感召下，村里返乡创业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从特色种植养

殖到电商直播带货等，一大批年

轻人带着新技术、新理念、新创

意回到家乡，汇聚成激活村庄的

内生力量。

赋能野新农人冶
产业振兴见实效

“樱桃红了，俺们再辛苦也不

觉得累！”蒙阴县野店镇南峪村大

棚樱桃基地里，果农们累并快乐

着。一串串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

头，丰收的喜悦在树丛间流淌……

“我们村位于大山之北，洼地

较多，常年的倒春寒导致每年果

品的品质不佳，村民的收入也不

高。”蒙阴县樱山红果品农民专业

合作社社长伊纪锋说。2021年，村
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模式，发展
高效农业。年轻的伊纪锋挺膺担

当，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露天种果树的“行家里手”

一进大棚却傻了眼，棚内温度控

制、技术管理、施水施肥等难题，

让见多识广的伊纪锋犯起了难。

关键时刻，村党支部带着政策和

服务雪中送炭，邀请农业科技人

员，一对一指导种植技术，手把

手指导大棚樱桃种植。如今，基

地硕果累累，当地百姓的增收致

富之路也越走越宽。

兰陵县磨山镇乡村好青年

王炜刚的富硒蔬菜种植也曾一

度遭遇瓶颈，他打算通过农旅结

合方式进一步拓宽经营范围，但

苦于资金限制一直未能开展。

团兰陵县委通过好青年遍访

行动了解到这个问题后，主动与

县农商银行对接，为其提供了 100
万元低息贷款，帮其建立了占地

36亩的采摘基地。“真是帮了大
忙！”王炜刚兴奋地说。今年“五

一”期间，他的基地迎来 5000余
名游客，累计销售额 30多万元。

2023年以来，临沂市围绕青
年需求期盼，通过聚集金融、产

业、培训等要素，大力扶持青年

创业，赋能好青年成长发展，累

计为好青年发放金融信贷 9.8亿
元，扶持好青年创办农民合作社

386家，家庭农场 274家，举办 13
场创业交流会。同时，全市共成

立青年志愿服务队 841支，吸纳
优秀青年志愿者 1.02万余名，服
务群众 21.6万人次。

费县梁邱镇“电商助农”青

年志愿服务队主动进村开展直

播带货，一天就帮助北王庄村

“消化”掉 2.5万公斤滞销山楂；
沂南县苏村镇青年志愿服务队

面对当地大面积出现的黄瓜黄

化病情，连夜联系农业专家到棚

内会诊，为 247户瓜农挽回损失
500万元。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近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

会、环境资助者网络（CEGA）、中
华环保联合会共同启动新一期

环境公益“新”力量培育计划，希

望通过资金、技术、培训等实际

举措继续征集和激励一批中小

环保公益项目，持续帮助初创环

境组织和项目成长，带动环境公

益行业新力量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环保民

间组织的数量已经从 2006年的
2700余家发展到当前的 8000家
以上，但大量初创型环保社会组

织面临着资金、人力、专业性等

一系列制约。

“受资源和团队能力所限，很

多新生环保组织局限在本身项目

发起地点周边开展活动，知识体

系也基本取决于创始人的个人能

力。因此，为了帮助这些新生环保

组织的成长，除了资金支持，还需

要为他们提供更多信息、合作方

资源以及专业辅导。”中华环保联

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 3月，阿里巴巴公益基
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资助

者网络（CEGA）共同发起了首期
环境公益“新”力量培育计划，希

望未来每年选拔和资助、培育 10
个成立 5年以内、有明确目标和

发展潜力的中小环境公益机构。

经过合规审查、初试、复试，

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发起

的野生动物训练营、海若海洋发

起的平潭小型渔业共管机制探

索、兴寿镇厨余堆肥减排固碳行

动、“看冰川”公民科学小程序培

训推广等 10个初创环保公益机
构首批入选，项目组为各位新力

量项目组织了一对一的专家辅

导和相关培训。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红

树林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

多个机构为这些新伙伴提供了岗

位实践机会，让这些初创机构快

速熟悉环保公益项目的全流程，

锻炼机构和核心骨干的能力。

以专注于区域渔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平潭小型渔业共管

机制探索项目为例，项目启动

后，海若海洋团队在“新”力量计

划帮助下，分别与厦门大学和广

州大学专家展开合作，在当地 14
个小型渔村开展深入调查，形成

专题报告，为渔业共管机制探索

奠定基础。

海若海洋项目主理人罗一

鸣表示，他参与了“新”力量计划

多个能力建设模块，与导师的一

对一交流让他获益匪浅。他希望

未来有一个学习网络或社群，可

以可持续地开展下去。

据悉，“新”力量计划实施以

来，这些项目都取得了不错的进

展。例如，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

协会发起的野生动物们训练营，

自项目开展以来已经救助了 20
多只兔狲、胡兀鹫等国家级野生

保护动物，成功放归野外 13只，
待放归 6只。
“我们希望以创新的思维更

好地构建环境公益‘新’力量支

持系统，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

高质量发展，共育绿色未来。”阿

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姚瑶

表示。

据悉，13年来，阿里巴巴公
益已在环境领域投入近 4亿元，
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和平台

优势，在水资源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节能减碳等多领域支持了

300多个项目。 渊皮磊冤

助力初创环境组织和项目成长

2024环境公益野新冶力量培育计划启动

山东临沂积极搭建舞台服务青年成长

让优秀青年在乡村一线站野C位冶

2023环境公益野新冶力量入选项目

冶


